
汪贤康与打镴的缘分，始于五十
年前。1975年，年仅12岁的他跟随爷
爷汪裕钧学习打镴。熔镴、浇板、裁
剪、锤打、焊接、雕刻、抛光——打制一
件精致的镴器需历经多道繁复工序。

“爷爷对我比对其他徒弟严格得多，哪
一步出错都会挨批。”汪贤康回忆道。
正是这份严苛的锤炼，铸就了他日后
精湛的技艺。16岁出师后，他便开始
独立承接各类镴器订单。

在演示锡镴茶叶罐的制作时，汪

贤康将约 400℃滚烫的镴液倒入特制
的绳模中，冷却后便得到一张银亮的
镴板。“用绳子盘出想要的形状，绳子
粗细决定了镴板的厚度。”他边操作边
解释。镴板制成后，便是精细的裁剪：
将纸样贴于镴板，用特制剪刀裁出形
状，再经铁锤反复敲打塑形。最耗时
也最考验手上功夫的，是抛光——需
用锉刀等工具反复打磨，直至镴器表
面光滑如镜。“学徒时挫伤手指是家常
便饭，但这是必经之路。”汪贤康伸出

布满厚茧的双手，那是岁月与技艺留下
的无声勋章。

“那时候，谁家办喜事都要找镴匠打
几件镴器。街坊邻居知道我女儿要出
嫁，都推荐汪师傅。”老邻居蒋德华是汪
贤康的老主顾，家中至今珍藏着16年前
汪贤康为他女儿精心打造的那套镴器嫁
妆。

凭借一身好手艺，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汪贤康常挑着工具箱走村串户，为婚
嫁人家制作嫁妆镴器。工期长加之交通

不便，在客户家留宿是常事。“一年里，在
外干活的时间超过十一个月。”他回忆
道。

行业的衰落也曾让他萌生转行之
念。“可这是爷爷传下的手艺，就这么失
传真的太可惜了。”怀着这份不舍，几十
年来，汪贤康陆续收授了 3 名徒弟。
2020年，他将部分工具和成品捐赠给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21年，他
的“打镴技艺”成功获评“奉化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些努力，都是
为了给这门濒危技艺续命。如今，区非
遗保护中心不仅展出他的作品，还详细
讲解着打镴技艺的每一步工序。

匠心如磐：自总角习艺至设馆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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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汪贤康成立了打镴技艺
传承基地，潜心镴器制作。基地内陈
列着各式精美作品——酒壶、茶盘、茶
叶罐、烛台、饭盂、香炉……每一件都
流淌着内敛的银灰色泽。它们既保留
了传统的形制，又巧妙融入了符合现
代审美的元素。

在汪贤康看来，“匠心”的核心在
于品质，而原料是根基：“我通常用含
锡 63%的锡铅合金，浇出的镴板表面
布满鱼鳞纹，这才是做出精品的好
料。”他的工艺并非一成不变。为适应

市场需求，他会根据客户图纸或图案
进行定制。“现在客户要求高了，要好
看、实用，类型也得丰富。”他拿起一只
新制的锡镴茶盘介绍道。盘体泛着柔
和的银灰光泽，盘面如镜般光滑，边缘
纹路深浅有致，指尖拂过能感受到细
腻的凹凸韵律。

除却实用与美观，镴器承载的文
化内涵更让汪贤康珍视。他展示了一
件得意之作——以“梅兰竹菊”花中四
君子为主题的锡镴酒壶。壶身精雕细
琢：寒梅虬劲，幽兰舒展，修竹挺拔，秋

菊怒放。“酒壶大小也有讲究，能装约1.5
斤酒，正好倒满祭祀时一桌的12个小酒
杯，这都是祖上传下的规矩。”汪贤康复
述着爷爷当年的教诲。

汪贤康的儿子汪博在叮叮当当的打
镴声中长大，虽未继承父业，但对父亲的
手艺充满敬意：“小时候看他打镴，也常
在旁边帮忙。一开始觉得只是简单的敲
敲打打，时间久了才明白，每一锤都藏着
功夫和门道。”

如今，汪贤康每月仅制作一两套镴
器，收入算不得丰厚，但这足以支撑他将

全部心血倾注于每一件作品。“现在年轻
人不懂也不买这些老物件了，但汪师傅
还在坚持，不容易。”蒋德华道出了邻居
们的普遍评价，“他想做的，更多的是不
让这门手艺失传，而不只是赚钱。”

夕阳西下，汪贤康收拾好工具，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小院里，未完成的镴器
在余晖中闪烁着温润柔光，仿佛低语着
千年技艺的不朽故事……

在奉化这片土地上，打镴的叮当声不
再如往昔般喧腾，但在匠人手中，它从未
断绝——因为真正的传统，从来不是凝固
的过往，而是在当下被双手承接、在未来
仍将延续的活态生命。那锤起锤落间，是
技艺的脉搏，更是文化不灭的星火。

古法新创：守传统行制融现代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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镴，又叫“锡镴”或“白镴”，是锡与
铅的合金。打镴，即使用镴制作器
皿。奉化的打镴技艺可追溯至宋代，

至明清时期达到工艺顶峰。清末民初
时，宁波“镴匠”以其精湛技艺闻名大
江南北，其中尤以奉化匠人技艺超群。

依照宁波旧俗，女儿出嫁时，父母就
会请手艺精湛的打镴师傅制作整套镴器
作为嫁妆。嫁妆中镴器越多，娘家越显

体面，因此打镴匠人在当时非常吃香。
然而，自上世纪 90年代起，价廉物美的
塑料、玻璃和不锈钢制品迅速占领市场，
镴器逐渐淡出日常生活，这门古老的技
艺也随之式微。如今，像汪贤康这样仍
在坚守的打镴匠人，已属凤毛麟角。

技艺流变：从十里红妆到非遗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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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 何腾涛
通讯员 王彦力）近日，区妇联主办的

“巾帼云播创富营——玩转甜蜜‘她经
济’”活动，在西坞街道蒋家池头村“和
美金溪”共富工坊火热开班。全区20
余名有志于电商创业、直播助农的巾
帼云创客和巾帼新农人齐聚一堂，系
统学习电商直播核心技能，为“甜蜜产
业”的云端发展注入强劲“她”力量。

本次培训特邀西坞街道蒋家池头
村乡村CEO王丹作为授课导师，围绕

“直播间选品、排品、话术、设备调试、
违禁词规避、冷启动引流”等核心模

块，带来了系统、专业、接地气的分享。
学员们通过“价格递增法”“爆

品+利润款循环法”等实战策略，开展
水蜜桃销售直播演练，认真介绍奉化
水蜜桃及背后的种植故事，将“爆汁清
甜”的产品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次“巾帼云播创富营”不仅为大
家搭建了学习交流、提升直播技能的
平台，更为奉化水蜜桃产业发展插上
了电商直播的“云翅膀”。掌握了直播

“新农具”的学员们，将把所学所练应
用到水蜜桃实际销售中，帮助更多桃
农拓宽销路、提升收益。

“巾帼云播创富营”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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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申磊 王巧玲 邢昊臻
虞金辉 王红雨 柳家欢

自宋代起，奉化便有了“打镴”这门手工技
艺。镴器曾是“十里红妆”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
色，承载着婚嫁的喜庆、祭祀的庄严，以及无数家
庭的烟火日常。然而，在现代工业的浪潮冲击下，
这门老底子技艺正濒临失传。“叮当叮当……”在
溪口镇中马路的一个小院里，62岁的汪贤康正专
注地锤打着一块银亮的镴板，锤起锤落间，一件精
美的锡镴茶叶罐逐渐成形。作为奉化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打镴技艺”的传承人，汪贤康
用半个世纪的坚守，延续着祖辈的技艺与情怀，让
镴器的光芒在时代洪流之中延续……

打镴匠人：半生守技艺，银辉映古今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 邢
昊臻 通讯员 郑行娜）7月2日
早上 7时，全新的奉化水蜜桃交
易市场已是人头攒动。自6月25
日正式开市以来，市场内已形成
了采购发一体化的经销流程，每
天有大批水蜜桃从这里发往全国
各地。

奉化水蜜桃交易市场新址位
于原萧王庙街道林家村桃子交易
市场西侧，紧邻泉溪江，占地 20
亩，最多可容纳 580户农户同时

交易。市场采取分时段管理，每
日零点至清晨6时面向桃农批发
经营；7时许，散户和经销商进场
销售。此外，萧王庙街道专门组
织了动态保洁和秩序维护队伍，
确保市场环境整洁、交易有序。
为优化辖区环境和道路安全，街
道近期积极引导沿街、路设摊的
桃农入市经营，并在多条主干道
设立引导标识，有效汇聚客流。
桃农孙亚军表示：“新市场环境
好，交易更方便。”

奉化水蜜桃名声在外，每年
都会吸引不少外地消费者慕名前
来。来自宁海县的顾仲介特意带
着孙女赶早来到交易市场，“通过

‘奉化发布’得知新市场开市，特
地来选购些正宗奉化水蜜桃，既
能让亲友尝鲜，也能满足自家人
的味蕾。”顾仲介笑着说道。

随着“赤月”“白凤”“湖景蜜
露”等水蜜桃明星品种陆续成熟
上市，市场人气日益高涨。目前，

“湖景蜜露”是市场的主打品种，4

两半以上的精品桃批发价约 22元
每公斤。得益于前期雨水均匀，日
照充足，成熟水蜜桃的糖度普遍达
到13至14度，品质上乘。

市场的繁荣也带动了物流高
峰。“虽然水蜜桃上市不久，但我们点
名的日均发货量已超过200单。”一
名驻点服务的快递工作人员向记者
介绍道，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水蜜桃发
货潮，快递公司早在蜜桃季开始前就
着手招募人员，充实各邮寄点位力
量，迎接甜蜜产业的物流“大考”。

奉化水蜜桃交易市场火热开市
夏日“甜蜜”涌向全国

本报讯（记者 王巧丽 王层裕）
昨天，区邮政分公司牵头举办“助我惠
农 邮路畅通”乡村振兴工作暨水蜜
桃客户座谈会。区农业农村局、区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邮政各业务板
块负责人及 30余名水蜜桃种植大户
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助农新举措。

会上，邮政公司金融、渠道、寄递三
大业务板块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乡
村振兴服务具体方案，并针对桃农关
切的专项贷款政策、水蜜桃产业专项
扶持资金申请、冷链物流配送体系优
化等问题作了重点解读和现场答疑。

“冷链运输虽快，但部分偏远村配

送仍有延迟，末端配送能否再优化？”
“如何实时掌握物流动态信息？”“在水
蜜桃产销全链条环节中，如何提升服
务质效”……现场讨论环节，桃农代表
们争相提问。邮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认
真倾听、记录，并逐一回应桃农的需
求，表示将全力保障水蜜桃流通销售
环节的高效与畅通。

区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许小勇表
示：“奉化邮政将始终以‘助农惠农’为
使命，不断优化金融支持、织密物流网
络、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水蜜桃等特色
农产品行销全国，持续为乡村振兴注
入邮政力量。”

桃农与政企的“对话”
打通水蜜桃产销“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王
林威 夏嘉莲）七月的奉化，空气
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蜜桃芬芳。
正值“湖景蜜露”水蜜桃的采收旺
季，桃农们忙着采摘、装箱、发货，
干得热火朝天。

昨天上午，在萧王庙街道十
八平农场的 100余亩桃园里，累
累硕果压弯枝头。农场主袁义刚
熟练地采摘、筛选着成熟的“湖景
蜜露”。“7月 1日上市以来，产量
逐步提升，目前日采量在 150到
250公斤，”袁义刚介绍，“预计 7

月 10日前后迎来采摘高峰。”值
得关注的是，每个水蜜桃包装盒
上都贴有“溯源码”，消费者扫码
即可查看桃子的“身份档案”，包
括全程农事记录、采摘时间、质检
报告、运输物流等信息，让消费者
买得放心。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锦屏街
道的杨社长生态农场，2000 株

“湖景蜜露”也进入了盛采期。负
责人杨武斌和工人们在包装线前
忙碌，将一颗颗水蜜桃小心码入
印有“奉化水蜜桃”标识的纸箱。

“这两天日销150到200箱，上海、
杭州的订单尤其多。”杨武斌介
绍，“湖景蜜露”单果普遍超 230
克，果肉柔软多汁，糖度稳定在
14度以上。

在尚田街道胖爸爸生态果园
的分拣车间，景象更为现代。一台
智能分拣机高效运转，每小时可
分拣500-750公斤水蜜桃。传送
带上，“湖景蜜露”列队前行，按预
设规格精准分流。机械分拣后，
工作人员紧随其后，对每一颗桃
子进行复检，严格剔除外观瑕疵、

成熟度欠佳的果实，“人机协作”共同
守护奉化水蜜桃的“甜蜜”口碑。

随着便携式无损测糖仪、智能
分拣机等设备的广泛应用，桃农对
品质的把控愈发精准高效，推动着
产业向标准化、数字化迈进。区水
蜜桃研究所副所长孙奇男介绍，作
为奉化水蜜桃的当家品种，“湖景蜜
露”种植面积约占全区3.5万亩桃园
的 50%，采摘期可持续至 7月 20日
左右。预计今年“湖景蜜露”总产值
可达 3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

“甜蜜引擎”。

人机协作提效率

“湖景蜜露”水蜜桃日采摘量稳步提升


